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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下，夜校在全国各地受到追捧，成为不少
都市青年下班后的新选择，同时也成为教育市场
的新风口。然而，在夜校热潮的背后，我们不得
不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让夜校之风持续吹拂，而
不仅仅是一阵风？
  夜校的兴起，既是对当下教育需求的回应，
也是对终身学习理念的践行。在快节奏的都市生
活中，许多年轻人面临工作和生活压力，渴望在
工作之余继续学习，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夜校
以其灵活多样的形式，为这些年轻人搭建了一个
便捷的学习平台，让他们能够在忙碌之余追求知
识、实现梦想，同时拓展社交圈。
  然而，夜校的兴起也伴随着一些现实的挑战
和问题。在满足人们学习技能、培养爱好、治愈
焦虑、增进社交等多元需求的同时，部分夜校在
教学质量、运营管理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隐忧；一
些公办夜校在运营模式上缺乏稳定可靠的支持，
面临难以为继的尴尬局面；还有一些夜校实质上
仍然沿用着传统的卖课、办卡、办会员等模式，
导致学习体验感大打折扣。
  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无疑是夜校长期健康发
展的最大障碍，如何避之？需要多个层面共同发
力。政府层面应加大对夜校的支持和监管力度，
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为夜校的健康发展
提供有力保障。夜校机构应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
和课程质量，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学习资源。
同时，夜校还应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和合作，吸引
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学
习机会和平台。
  我们还应加强对夜校的宣传和推广力度，让
更多人了解夜校的意义和价值，提高公众对终身
学习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唯有如此才能让夜校真
正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
的重要力量。

  夜校，这个具有年代感的名词正回归
公众视野。近来，全国多地夜校火热开
启。“开课即满”“一座难求”，上夜校
成为不少都市青年下班后的新选项，也成
为教育市场的新风口。  （据新华社）

别让夜校热
成为一阵风

□本报评论员 贺德良

我省进一步推进职业人群工伤保险全覆盖

4类特定从业人员7月起可参加工伤保险
  据《大众日报》消息 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等7部门印发了《超龄人员和实习学生等特
定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办法》），将超龄人员、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
实习学生及见习人员、住院规培医学在读研究生、
家政服务人员等4类人员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
《办法》今年7月1日起实施，预计惠及人群超50万
人，将切实保障特定职业人群工伤权益，进一步分
散各类单位工伤风险，推进职业人群工伤保险全
覆盖。
　　近年来，山东省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不断增长，
截至2023年底，已超2045万人，但超龄人员、家政
服务人员、实习学生等特定从业人员不属于《工伤
保险条例》适用范围，我省在广泛调研和借鉴其他
省市经验基础上出台《办法》，将4类特定从业人
员纳入工伤保险制度保障。
　　据悉，4类特定从业人员具体为超过法定退休
年龄且不超过70周岁人员，包括已经享受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人员；年满16周岁的职业院校（含技工院
校）实习学生，包括签订三方实习协议或经学校批
准自行到实习单位的实习学生和从业单位使用的勤
工助学学生，在见习单位（见习基地）见习人员；
在住院医师等规范化培训期间的医学在读研究生；
在家政服务机构从业的家政服务人员（不符合签订

劳动合同情形且与家政企业签订服务协议的人
员）。
　　《办法》明确，按照属地管理和自愿参保原
则，从业单位可自愿在参保地为其招用的特定从业
人员办理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参保后缴费具有强
制性，参保后从业单位应按月缴纳工伤保险费，依
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特定从业人员个人不缴费。
用人单位不得将应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的职工改为单
险种参加工伤保险；劳务派遣单位不得单险种参加
工伤保险。从业单位在参保当月缴纳工伤保险费
的，工伤保险关系自参保次日起生效；未在参保当
月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工伤保险关系自缴费次日起
生效。特定从业人员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不实施
补登记，正常缴纳的工伤保险费不予退费。
　　《办法》还规定了工伤保险关系终止的情形，
并对暂不终止工伤保险关系的情形进行了明确。参
加工伤保险的从业单位停止用工的，因工致残被鉴
定为五级至十级伤残的特定从业人员领取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的，工伤保险关系终止。特定从业人
员因工受伤的，从业单位在停工留薪期内，不得终
止工伤保险关系。
　　根据《办法》，特定从业人员工伤认定、劳动
能力鉴定、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与
法定参保职工相同。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隋炜凤）6月
12日，记者从潍坊市图书馆了解到，第十届潍坊市读
书朗诵大赛暨第十九届全省读书朗诵大赛潍坊地区选
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面向全市征集参赛者。
　　据悉，本次参赛作品应符合大赛主题要求，内容
积极健康向上，反映七十五载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
与祖国山河的壮丽画卷以及家乡潍坊的发展变化，鼓
励原创。参赛作品以朗诵为主体样式，可借助音乐、
服装、道具等融合展现朗诵内容，通过准确、生动、
丰富的舞台表现，充分展示作品的传播力。大赛共设
五个组别，分成人业余组、老年人组、图书馆员组、
残障组、集体合诵组。

第十届潍坊市读书朗诵大赛

面向全市征集参赛者

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3%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国家统计局12日发布
数据，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
上涨0.3%，涨幅与上月相同；环比下降0.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说，5
月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全国CPI环比季
节性下降，同比涨幅与上月相同。扣除食品和能
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6%，继续保持温和
上涨。
　　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2.0%，降幅比上月收窄0.7个百分点。食品中，猪
肉、淡水鱼和鲜菜价格分别上涨4 . 6%、3 . 3%和
2.3%，涨幅均有扩大；鸡蛋、鲜果和食用油价格分
别下降8.5%、6.7%和5.1%，降幅均有收窄；牛肉、

羊肉和禽肉类价格分别下降12.9%、7.5%和2.9%，降
幅继续扩大。
　　5月份，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
月回落0.1个百分点。非食品中，能源价格上涨
3.4%，涨幅回落0.2个百分点；扣除能源的工业消费
品价格上涨0.1%，涨幅回落0.3个百分点，其中新能
源小汽车和燃油小汽车价格分别下降6.9%和5.2%，
降幅均有扩大；服务价格上涨0.8%，涨幅与上月相
同，其中家庭服务和教育服务价格均上涨1.8%，涨
幅略有扩大。
　　5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同比下降1.4%，降幅比上月收窄1.1个百分点；环比
上涨0.2%，上月为下降0.2%。

国家防总针对山东河南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近期，华北黄淮等地
旱情持续发展。国家防总于6月12日12时针对山
东、河南两省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
工作组分赴两省协助指导抗旱工作。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近期，华北南部、黄
淮、江淮及湖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
同期偏少五成以上，气温持续偏高，旱情迅速发
展。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段时间，上述地区仍
将持续高温少雨，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当前全国
旱情总体较常年同期偏轻，干旱地区相对集中，受
旱地区旱情总体可控。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12日组织气

象、水利、农业农村等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
河北、山西、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等重点省
份，研判重点地区旱情发展态势，部署抗旱减灾
工作。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指出，当前正值“三
夏”关键时期，各地要严格落实抗旱责任制，确
保城乡供水安全和粮食生产安全；加强旱情监测
和分析研判，制定完善抗旱预案方案；发挥气
象、水利、农业农村等部门优势，做好预报预
警、水量调度、农业技术指导等工作；坚持防汛
抗旱两手抓，严防因短时强降雨、旱涝急转造成
严重灾害损失。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

全省做好防范应对高温天气工作视频会议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于哲）6月
11日下午，我市在市级机关综合办公大楼组织收听
收看全省做好防范应对高温天气工作视频会议。会
后，我市接续召开会议，落实全省会议精神，安排
部署下步重点工作。
  会议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高温天
气安全生产工作，深入研判各类安全风险，采取切
实有效的管控措施，确保高温条件下社会安全稳
定。要严密防范高温天气引发灾害，统筹做好“三
夏”生产与防汛抗旱工作，强化抗旱水源管理调
度，密切关注防汛抗旱形势，严防“旱涝急转、旱

涝并重”。要突出抓好森林防火工作，严格火源管
控，加强监测预警，全面做好各项应急处置准备。
要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加强供电、供水、
供气等基础设施设备的监测维护，督促用人单位合
理安排高温作业职工的作息时间，严防青少年儿童
溺水事故发生。要紧盯各重点行业领域，持续深入
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督执法。要加强高温天
气预报预警和宣传教育，提醒广大群众增强自我防
护意识。要严格落实工作责任，扎实做好各项应急
救援准备，确保一旦发生突发事件第一时间高效、
科学、有序处置。


